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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6_B0_91_E6_c75_584454.htm 一、专业简介 中央

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分语族）专业始建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初, 主要研究方向有: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 少数民族文献研究, 已成为国内外规模最大

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中心。1981年国务院第一批硕

士、博士授权学科专业审批中，我校获得了藏缅语族语言文

学、壮侗语族语言文学、苗瑶语族语言文学专业、蒙古语族

语言文学、突厥语族语言文学等专业硕士学位授权，1983年

获得了藏缅语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1986年获得了

其他语族语言文学（朝鲜语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各语族语言文学专业合并称为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分语族）专业。1995年该专业被确

立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2001

年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该专业被

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本专业研究领域涉及汉藏、 阿尔

泰、 南岛、 南亚、 印欧等五大语系的80多种语言和30多种文

字, 50多个民族的文学和文献学, 具有多民族、多语种、多学

科的特有学术平台和综合比较研究及群体优势和鲜明的民族

学科特色。 本方向主要从事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实践和古典文

献学理论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收研究生，先后开设

了中国古典文献学、民族古文献概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

献学、民族古籍文献调查研究方法等课程。本方向教师先后



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的多项科研项目，对有关民族古籍文

献展开多层次的课题研究，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古籍文

献馆藏部门进行专业调查。其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特色在于将

古典文献学及其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少数民

族古籍文献整理、翻译实践密切相结合。对民族古籍的文史

资料价值和开发利用前景进行深入考察和系统全面地分析研

究，特别是对现代化条件下如何利用高新技术加强民族古籍

文献的抢救与保护，以及古籍文献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利用

等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为国家抢救和整理民族古

籍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材料。与此同时，也为民

族古籍文献教学科研部门和单位培养出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本方向最大特色在于开设了民族文字古籍课程，不仅注重培

养学生掌握和应用古典文献学知识的能力，而且加强了学生

民族古籍文献解读能力，并进行翻译注释能力的锻炼。与其

他院校同一专业相比而言，本方向培养的是既有扎实古典文

献学知识和相关科学文化知识，又熟悉一种民族古文字的双

语文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政治目标：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高水平创新人才。 专业学习要求：具有扎实的

语言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理论知识和实用技能，熟悉我国的

国情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以及古籍文献现状，有较高的

理论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熟练地使用一

门外国语来阅读及翻译国外相关专业的书籍和资料。 就业目

标：主要从事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 三、授予学位：文学硕士 四、研究方向：民族古籍文献研



究 五、学制与学分 标准学制为三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

间，应至少修满36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25学分（公共必

修课7学分、学位核心课程不少于18学分）、选修课不少于10

学分、实践调查1学分。 六、培养方式 采取导师负责和导师

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指导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业

务学习、社会调查和论文写作。按教学大纲进行专业课的教

学；教学内容要及时反映国内外本专业的最新动态和相关成

果。加强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实效，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素

质及综合能力。鼓励和引导研究生积极参加本学科的有关学

术会议或有关问题的研讨会和报告会，参加本学科科研课题

的调查研究和科研论文写作。鼓励学生积极撰写专题论文，

并向有关专业的核心刊物投稿，发表研究成果。对学年论文

严格要求，并力争使其同学位论文的选题有一定的联系。 七

、论文撰写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应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作者单

位，在国内外期刊上至少公开发表1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

文；学位论文一般为3-5万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